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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佛教西来东传二千多年间，兴衰荣辱，亦悲亦喜，思潮起伏，可圈可点，由传经、取经、译经、解经
而启幕的中国佛学，为令一切众生悟入佛之知见，历代高僧及大德诸贤发大愿心，致力佛法的传播与
弘扬从而奠定了汉传佛教的精深与雄浑。
佛教本土化的步伐，始终追随历史的进程，不断求新开创，经历了魏晋玄学之风，隋唐豪迈之气的洗
礼，佛教诸说齐出，八宗并立，鼎盛的景象，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天空，留下了夺目的异彩。
因缘具足的中国禅宗，援孔孟老庄入佛与往圣大德同气相求，倡济世度人情怀与儒道经典同声相应，
脱胎于菩提达摩推手印中文化的汇通，光大于慧能六祖萃取华夏文化的知行合一，于是乎五家七宗枝
繁叶茂；于是乎下开宋明理学；于是乎一枝独秀，前后绵延了一千五百年。
圣人之道，同圆种智，中国佛教的生生不息，源自中国文化的活力，得益于中国僧人和中国知识分子
的共同追求与共同努力，鉴往而知今，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没有中国佛教的复兴，没有佛教
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就没有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和繁荣。
少林寺以方寸之地，绵薄之力而挺身，愿为飞絮衣天下，二○○九年春举办的禅宗中国国际学术研讨
会，及其嗣后四个月的百日峰会，少林问禅，以社会和谐民族振兴为目标，以续佛慧命为天职，以学
术交流为方法，以传统文化探索为展开，以理论创新佛教中兴为追求。
感谢中国学术界大德们的参与和支持，少林寺将一如既往，为信念而坚守，为追求而奉献。
惟愿此圣功德，普及一切，令诸众生，皆共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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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取自由少林寺组织的“禅宗中国名家讲座”的讲稿，以“当代社会中国知识界人生信念、道德取
向、文化要求、终极关怀”为内涵，从“哲学视野”、“文学风貌”、“宗教信仰”、“艺术审美”
等角度，探讨“少林问禅”的核心话题。
本书中收入的讲座者皆为中国社科学界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
教授、中国社科院黄心川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等。
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用多学科的交叉学术视野，以讲座的形式，为大众呈现出百场文化盛宴。
本套丛书文字诙谐平实，适合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本书由2009年在少林寺举办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论坛讲座稿集结而成。
论坛由释永信方丈主持，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教育学、心理学十个学科。
讲座者皆为中国社科学界知名学者。
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用多学科的交叉学术视野，以讲座的形式，为大众呈现出百场文化盛宴。
 　　总之，本套丛书文字诙谐平实，图文并茂，装祯设计精美大气。
适合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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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释永信，俗名刘应成。
1965年生，安徽颍上人。
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
 
　　1981年，17岁的刘应成远赴嵩山少林寺，礼行正大和尚为师，披剃出家，法名永信；旦暮依侍，
亲炙师教，锤炼有年，慧行俱进。
后参学江西云居山、安徽九华山、北京广济寺等处。
 
　　1984年回寺，仍侍奉长老左右，并任新成立的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协助几近失明的行正
方丈处理日常寺务。
同年9月，赴江西普照寺受具足戒。
 
　　1987年，行正方丈圆寂，承师衣钵，接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寺院工作。
 
　　1993年3月，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
 
　　1993年10月，当选中国佛协理事。
 
　　1997年，再次当选为少林寺寺务委员会主任，住持少林寺。
 
　　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8年7月，当选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1999年8月，荣膺少林寺方丈。
 
　　2002年9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0年2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海外交流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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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看道教与 　儒佛的关系 　陈方正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论西方科学的东方渊源 　杜斗城中国早
期佛教艺术的来源与特点 　佛教的现在与未来 　王天顺以大敌小，何以常败?夏宋战争论之一 　杨国
荣良知与德性 　“真”的文化意蕴 　周宁现代西方的中国形象 　茶与鸦片水深火热的世界 　张松辉
感悟老庄 　耿云志中国人走向近代的历程 　曾繁仁关于生态美学的几个问题 　龚隽禅宗历史上的方
便通经 　赖永海禅与中国文化 　“少林学”弁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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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然了，历史的矛盾进程并没有到此而止息，继印度教的重建之后，佛教又曾几次在印度的历
史上死灰复燃，以或强或弱的力量，反抗着印度教对人性的异化。
直到近代，还有人企图建立所谓的“新佛教”来重新解构作为新婆罗门教的印度教。
然而，由于这种解构的努力与文明的社会制度之间常常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关系，因而只处于意识
形态的边缘领域。
与印度的佛教一样，中国的道家也因其深刻的两重性而无法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方面，老、庄以反叛者的姿态勇敢地解构着儒家的礼乐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在反抗异化的过程中
同样陷入了虚无化的误区。
从个人行为上看，道家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①，不仅不要有所作为，而且不要有任何欲
望。
其消极程度，与佛教不相上下。
从社会理想上看，道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并不是远离自然的文明社会，而恰恰是最质朴、最自然、
最本色，也最愚昧的上古社会，即所谓的“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②，“使人
复结绳而用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⑧。
其落后程度，与佛教之社会理想足以媲美。
因此，正像挑战婆罗门教的佛教会重新遭到新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挑战一样，反抗儒家的道家也
会重新遭到新的儒家学说（汉儒）的反抗。
于是，历史的辩证法便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中国出现了。
与印度宗教文化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相类似，中国世俗文化中儒家与道家的不断
“构建”和“解构”，也形成了“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性变革。
只是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节奏更快，反复更多罢了。
作为“儒道互补”的主要形式，儒家的不断构建与道家的不断解构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构成了一
种相互批判、彼此消长的动力形态。
先秦时期，先是周公“制礼作乐”，构建起一套旨在维护文明秩序的符号系统，后是孔子“以仁释礼
”，为这套符号系统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老子和庄子则以“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的态
度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智慧对这套符号系统加以解构。
汉魏时代，先是董仲舒打破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在吸收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
天人合一”的儒学体系；时过不久，魏晋人士又在玄谈思辨的形式下重新发挥了道家“有生于无”的
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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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受恩于永信大和尚的慈悲。
禅宗中国课题的缘起受益于董秀玉先生，历时三年的过程，得力于中国文化书院的合作。
感谢汤一介先生的关心，王守常先生的支持。
感谢近百位著名学者的无私关爱。
本书得以问世，首先感谢江晓原先生与韩建民社长，以及郁金豹先生，易文娟女士。
感谢少林寺钱大梁经理，延达法师与众执事，特别感谢延开法师，延宽法师，小雷司机。
最后感谢长期与我一起辛勤工作的郑乐女士，坚持工作至讲座闭幕的谭彩虹女士，还感谢在此期间友
情支持的陈少华、高云鹏、杨冼、张冠哲、闫新法、余怡勇、王俊秀、刘庆伟、陈建军、陈功海、董
毅、张金、何育、冷帅、刘博诸先生；全东娜、杨晖、雷瑛、任亮、王明华、刘辉、宋华俊、小梅、
朱海芳诸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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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少林寺听讲座(套装共3册)》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少林寺听名家讲座（上、中、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